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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倡导美育的先驱,也是我国首位提出德智体美四育结合的思想家。出于救国

图发展动机,蔡元培大力提倡美育,他的美育思想是中西文化合璧的果实。其中,他对社会美育思想有着

详实的论述,所提出的“专设美育机关和地方美化”的主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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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i Yuanpei is the pioneer of advoca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also the first 

thinker who put forward the combination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nd beauty.For the motive of 

saving the country, Cai Yuanpei strongly advocated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hi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was 

the fruit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mong them, he ha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and the idea of "setting up spe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organs and local 

beautificat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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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倡导美育的先驱,在我国近代教育始终

占据重要地位,蔡元培所提出的德智体美四育结合的教育理念

已经逐渐应用于现代教育领域之中,蔡元培的相关思想也得到

教育界以及学术界的普遍认可。1912年蔡元培在孙中山先生的

任命之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他所推行的具

体教育政策以及相关教育理念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认可与支持,

与蔡元培先生同期的相关教育学家以及学者也普遍推出不同类

型的教育政策以及相关理念,但是蔡元培先生力求人才的教育

原则依然广泛推行,蔡元培曾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

在这篇文章之中明确提出了新型教育理念,他所提出的五项教

育原则与旧时期的相关教育原则完全不同,这篇文章被后人视

为“纲领性的文献”。蔡元培先生认为,实现近代教育改革目标

必须要以世界观教育为最终目的,必须要以实利教育为主要的

工作模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不仅仅需要优质教育资源作为支

撑与保障,更加需要先进教育理念作为合理依托,以美育为纽带

的五项教育模式,实现五项教育理念的深层次融合与贯通。五项

教育理念的前三者属于政治教育理念,后两者属于超轶政治的

教育理念,而蔡元培尤其注重后两者——世界观教育、美育。在

这里,蔡元培首次将美育作为一个教育方针提出来,并指出美育

在教育上应特别被重视。所谓美育,他指出美育既有别于美术,

又有别于宗教,“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

目的者也”。 

1 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主要来源 

1.1西方美学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仁人志士意识到古老的中国面临空前的

民族危机,也促使他们开始探索救国的道路。蔡元培作为一介书

生,他在救亡图存的信念支撑下涉足革命,没有因为忘情学术与

笔墨之间而放弃教育救国的探索与实践。立足于蔡元培自身学

习经历以及生活经历而言,在1906年夏季,蔡元培从友人的信中

得知清政府决定派遣翰林院的工作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优

秀文化以及先进教育理念,此时蔡元培则认为实际已经来到,他

立即辞去现有工作,直接入京,决定紧紧把握住此次出国留学的

机会。1907年,他随同前往赴任的孙宝琦一同前往欧洲。1908

年,蔡元培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不局限于具

体的专业,广博的涉猎音乐、美术、文学史、美学、美学史等,

其就康德原书,细致研习,愈见美学关系的价值。在《美育人生》

一书中,他指出美的对象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性；二是超脱性。

他通过论述物质上的不平衡助长了人我之间的区别以及自私自

利的现象,提出美具有“天下为公”之概的普遍性,美的作用也

超乎利用范畴。名山胜川、美术馆的艺术作品,普罗大众均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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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品评可为美的普遍性的证明。而取动物如白鹭、孔雀的翎毛

非以御寒专以装饰；宫室与器具的设计使用不止考虑其应用还

加以雕刻与彩画也可证明美的作用超乎利用范畴。美既有普遍

性可以打破人我之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之关系,所以在

现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要付以大众有志气有作为大丈夫的

气概,为了成全仁德罔顾个人利害的勇敢。这种气概与勇敢,往

往不因个人知识水平的高低,而由于感情的陶养,是源于美育而

非智育。显然,康德的美学思想对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产生了较为

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蔡元培也经常利用空闲时间以及碎片化

时间认真阅读康德的诸多著作,了解康德的主要创作思想以及

教育主张,蔡元培也比较喜欢德国学者丕斯(T•Lipps)的著作,

蔡元培认为丕斯的相关著作非常符合自身对美学的实际理解与

想法。由此可见,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深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

他在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了长期的研读与探索后,从中汲取了

丰富的营养,从而构成了他的美育思想的基础。 

1.2中国古代美育传统对蔡元培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美育思想也极受重视且产生深远影响。在古代

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存在着丰富的美学思

想。孔子十分重视“诗”和“乐”的作用,他指出：“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是美育的手段。荀子《乐论》一文中,主要阐

述了音乐的起源以及音乐对于人民群众性格的实际影响,详细

讲述了音乐的社会作用,在古代先王厌恶战争,于是便通过音乐

这种形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对和平的向往,通过音乐的形

式,营造快乐且和谐的氛围,启发人的行善之心,使得人民百姓

远离战争,远离争强好胜的极端恶劣情绪。在《礼论》中,荀子

概括说：“礼义文理(包括音乐)之所以养情也”由此可见,荀子

将“礼乐”视为节欲、养情的最佳途径。蔡元培继承并发扬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美育思想。他深受儒家

“礼乐教化”的影响,对音乐教育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蔡

元培认为,音乐不仅仅是单一音调以及音节的相互组合,更重要

的在于进一步凸显音乐的设计美感以及主要的教育意义,音乐

之中所存在的实际情感以及作者的创作理念也将影响每一位倾

听者,教音乐的各种曲调以及不同的风格进行深层次整合,融入

艺术创作家的实际灵感以及创作思维,也可以介绍独具特色的

音乐,音乐节奏变动,可以促使倾听者进一步调整呼吸以及运动

状态,音乐可以影响人体生理功能,在心理健康这一层面,也可

以运用音乐合理调整人体心理状态,积极引导群众感受到轻松、

愉快的审美体验,音乐之中所呈现出的世界观以及艺术美感,可

以实现移风易俗的目的。同时,蔡元培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美誉手

段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合理了解了“德治”与“教化”之间的密

切联系。他指出六艺含有美育成分,乐为纯粹美育；书写除了记

述的功能也考虑其美观；射御在技术上需熟练,姿态也需雅致；

礼除了强调守规则也促进大众远庸俗鄙陋。其后若汉魏之文苑、

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诗、五代后的词、元

清小说与剧本,以及负有盛名的建筑与艺术作品,都体现美育的

作用。 

由上可知,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

康德美学)的精髓,又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优秀的美育思想,

形成的独到的美育思想,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 

2 蔡元培的社会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残忍剥削以及中华民族国

力衰落,蔡元培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教育的手段完

成救国救民的使命。也是出于救国的动机,蔡元培大力提倡美

育。他认为,美具有普遍性与超脱性,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之间

的成见,超脱性则可以透出利害关系,所以在危急关头,对人民

英雄气概以及舍身为仁的情怀的培养,不是知识的计较,而是感

情的陶养,不是基于智育,而是基于美育。他认为,人的生命过程

都与美育有关,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都应该包括美育。

社会美育是指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进行的美育。

生活中的众人都是社会成员,脱离学校的人也应该有进行美育

的机会,这时就需要给予人人以社会美育。 

蔡元培在广泛搜集大量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与探讨之后发现,

社会美育需要相关部门合理设置具体的美育机关,由专业部门

负责美育教育工作,同时也需要以具体的教育场所为主要载体,

比如美术馆、音乐会、植物园等均可以成为美育教育的重要场

所与载体之一,在美术馆之中可以陈列各式各样的美术展览品

以及相关艺术作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其中,美术馆的

展览时间需要固定,具体的参展费用应该逐渐降低,或者是在节

假日时定期举办免费的美术展览,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

艺术作品的创作形式以及创作风格,进一步培养人民群众的美

学灵感。音乐会则可以设定具体的演奏场所,可以将西方古典乐

器以及中式乐器融入其中,可以在公园或者是广场之中开展小

型音乐会,或者是在特定歌剧院之中开展大型音乐会,开办音乐

会的过程中可以邀请一部分音乐创作人以及歌手登台演出。在

植物园之中,则可以展览国内外诸多奇珍花卉, 领略各种美的

事物以及各国不同的艺术特色,长此以往,便能产生良好的审美

效果。 

另外,蔡元培认为,在这种特别设备(专设的美育机关)以外,

还要有一种普遍的设备,就是地方的美化。  

地方的美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是道路,道路要宽

平且匀称,道路相交空地,设置喷泉、花畦、雕刻品等。第二

是建筑,建筑被花园萦绕,花园与建筑分开看各有各的意匠,

合起来看,合成一个系统。第三是公园,公园内建筑品不用很

多,公园除了有围墙,有门的外,还要有并无严格的范围,以自

然美为主,游人可自由出入的,游人在公园内可散步可运动可

划船。第四是名胜,名胜所有权归于国家,其布置于风景优美、

交通便利、点缀适宜的地方。第五是古迹的保存。古迹保存

以不破坏它为原则,即便修理也要不显痕迹,按照原来的派式,

另外在修理中也要留影记录下修理前的式样以及修理的情

形、时间,以便供后人鉴别。第六是公坟。公坟的布置不可太

过混乱,要有条理。西洋指区购定的土葬以及火葬都是我们可

以采用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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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蔡元培对城市市政以及环境美化进行了详细的

论述,并把他们作为社会美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他认为“以美

化市乡为最重要之工作也。”蔡元培推行社会美育,不只是想为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舒适、优良的环境,更是想让人们在

这种美的环境中以美育智、以美陶情,从而激发其对自然、社会、

生活、工作、他人、自己的热爱。 

3 蔡元培的社会美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蔡元培美育思想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具有重要的现实价

值。他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对社会美育思想进行了最为翔

实的论述,他提出的“专设美育机关和地方美化”的主张。 

(1)设置专门的美育机关可以逐渐缩小民众的品位差距。

随着社会分工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部分经济条件允许且有

精神追求的人倾向于去博物馆、美术展览会、音乐厅等地方

去欣赏高雅艺术,而缺乏财力、时间和教育水平的民众,往往

选择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便宜和粗俗的物品。这就导致高

雅艺术失去观众,通俗艺术失去品味。这也易导致社会阶层越

来越分化。如果能在全国各地专设一些面向大众定期参观的

免费的美育机关(如博物馆、美术馆等),普通大众也能与各

地、各国优秀的艺术作品接触,与大师亲密对话,长此以往,在

这种美的环境的熏陶下,人们的品味也会逐渐提高,贫富之间

的分化也会逐渐减小。 

(2)专设美育机关和地方美化可以促使人们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的统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愈加丰富,精神

生活也应该同步发展。蔡元培认为,美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群

众最高尚的消遣,主要在于美术的实际地位,主要在于美术可以

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以及美学灵感,美术与美育教育之间

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是由于美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来源

于美术形式,美术作品之包含着美育教育的主要理念以及相关

思维,与人类占有欲和创造欲有关的事物,可以与美术之间形成

联系,占有欲属于物质生活范畴,创造欲属于美育范畴。因此,

笔者认为设置美育机关以及对地方进行美化,可以使处在激烈

竞争中的人们随时欣赏到美的事物,从而使他们在美的事物中

得以陶养自身的情感、开发自身的智慧、激发自身的灵感以及

在美的事物中逐渐减少内心的占有欲,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以及

寻求到工作的乐趣,进而使自身的内外发展协调一致,社会更加

和平。 

(3)专设美育机关和地方美化对人格的养成以及心灵的陶

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人们在时常接触美的事物以及美的事

物对其的陶养后,能够使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逐渐淡薄,个人的

人格更加完善、情感更加丰富,从而让个人从自我、本我中走向

超我,更多的为他人考虑,进而促进人与人在相处中慢慢破除彼

此之间的成见并且能够真诚相待。不敢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

最终导致真正的遇难者难以得到帮助的悲剧不再上演。正如蔡

元培所言：“美育能够陶冶人的活泼敏锐的性灵,养成人的高尚

纯洁的人格。”用美破除人我之成见,超脱利害之关系。 

4 结语 

美育在与时俱进中发挥着涵养国民心性,推动整个社会全

面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价值不言而喻。回顾蔡元培的美育思

想,其对美育价值的剖析,对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进

行社会美育的论述,对设置美育机关和地方美化的重视,在当今

看来依旧焕发活力,对唤醒民众树立正确审美观,陶冶高尚道德

情操,陶养美好心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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